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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到境外留学。在国家政策激励与居

民家庭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出国留学规模持续扩大。

但是境外留学也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如治安问题、

意外事件、政治环境不稳定、心理健康问题等。留学

生在海外面临着众多安全挑战，留学生海外安全问题

既有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自然灾害频发等外部客观因

素，也有缺乏独立生活能力、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等自

身主观原因。

二、现状调研

1.调研结构

本研究从多个维度设计留学安全风险认知测评内容，

以提升应对风险能力，促进留学活动顺利开展。关于留

学安全风险认知的测评内容，本研究从以下几个维度进

行设计，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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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调研学生留学安全意识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境外留学生面临的各类风险，得出了留学安全风

险认知的差异和趋同，并进行了留学安全风险生成原因分析。根据调研数据和归因分析，分别从安全教育、风险保

障、预警机制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提升对策，为提高境外留学生的安全意识和保障其安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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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留学安全风险认知测评维度

2.调查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1

问卷设计完成后，邀请教育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内容

验证。根据专家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同

时，研究人员使用 SPSSAU 对测试结果进行信效度分析。

计算 Cronbach α 系数来衡量问卷测量信度，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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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境外留学生安全意识现状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的

成果。

信度系数 α=0.870，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数据

收集和分析。使用了 KMO 值来进行效度检验，对调查问

卷样本数据进行了信度分析，KMO 值 =0.819，调研问卷

的效度较好，可以反映调查对象真实情况。

3.问卷调研实施与分析

本问卷针对在校高职学生和本科学生进行了留学安

全风险的认知现状调研。调查问卷使用问卷星进行数据

收集，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 471 份，有

效率达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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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风险维度的调研数据显示，总体认知水平均高

于中等强度临界值 3，大多数学生对留学政治环境风险、

治安潜在风险、意外事件风险和心理健康风险有了一定

的认知和了解，但是得分都不高，学生对于各类风险的

感知程度较好，能够清楚各类风险的存在，但是对其到

底有哪些因素引起风险并不十分清楚的了解，主动提升

风险认知能力的主动性不足。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法分析比较性别、学历、家

庭所在地等因素与留学安全风险认知水平之间是否具有

相关性。

（1）差异分析：出境经历促进学生提升安全风险的

认知水平

对有过出境经历和没有出境经历学生的总的认知情

况进行 T 检验分析，结果如图 2.2 所示，p=0.031* 呈现出

显著的差异性。有出境经历的学生对国外环境、社会情

况和文化氛围更了解，感受更深，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对留学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

图2.2　出境经历T检验分析结果

（2）趋同特征：留学安全意识有待全面提高

对性别、学历数据进行T检验分析显示，男生和女生

在留学安全风险总体认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147），

本科及以上学历与高职学历的学生在留学安全风险总体认

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481），如图2.3、2.4所示。

图2.3　相别T检验分析结果

图2.4　学历T检验分析结果

三、留学安全风险生成原因分析与策略研究

1.留学安全风险生成原因分析

调查显示，留学生对留学安全风险整体认知预估

不足，在四类风险的感知等方面有欠缺。具体成因分

析如下：

（1）个人留学安全风险意识不足

留学生个人缺乏对风险现状的准确认知，是导致风

险产生的关键因素。对国际关系变化缺乏认识，可能使

留学生在两国关系紧张时面临签证限制、文化交流减少

等问题，却不知如何应对。学生能够意识到风险的存在，

也知道要规避危险的发生，但是对于到底会面临哪些危

险，以及具体规避危险的方法等方面较弱。

（2）安全训练与教育不足

有过出国经历的学生对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要高

于没有出国经历的学生。此外性别，学历等对留学安全

风险认知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经过国外生活实地训练

过后风险认知水平提升了。这也反映出来，目前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在安全教育上并没有起到

足够重要作用，这与我们日常的境外留学安全教育准

备不足，安全训练环境不完善，安全训练实践性不足

有关。

（3）中外文化差异带来较大的心理冲击

价值观念的不同可能让学生感到困惑和迷茫。价值

观念的反差可能使学生在人际交往和行为决策中陷入两

难境地。教育方式的转变可能让学生感到不适应，甚至

产生自我怀疑和焦虑情绪，活习惯和日常交流的不同，

也常会使留学生感到孤独、压抑等负面情绪，如果无法

排解负面情绪就会引发心理疾病，间接造成安全风险的

发生。

2.留学安全风险规避策略研究

基于留学安全风险的认知调查，显示目前部分学生

对风险现状的认知明显存在估计不足或片面的问题，结

合调查分析结果及文献资料提出了以下应对策略。

（1）完善留学离境前的安全教育工作

留学离境前的安全教育工作对于提升留学生安全

意识尤为重要。要为留学生全面剖析留学目的国的政

治局势和政策动态，以便提前做好应对预案，知晓签

证及教育政策变化时的处理方式。教导留学生保护个

人财物及避免涉险，同时普及交通规则差异，提升交

通安全意识，关注校园和住宿安全，明确防范措施。

普及常见自然灾害及应对策略，强调购买医疗保险应

对医疗意外。

（2）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和技能训练

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和技能训练至关重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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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传授安全知识，培养学生的国

际视野和风险意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实践演练，

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开展自然灾

害应急演练，让学生掌握正确的逃生方法和自救技能。

设置心理咨询服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活动，帮助学

生应对文化适应困难、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问题，培养

学生的心理韧性和应对能力。

（3）建立风险预警平台加强宣传力度

教育部、外交部等官方机构应完善安全预警平台，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留学生知晓

并运用该平台提升风险防范能力。预警信息更新需更具

实时性，减少送达时间差，提前知晓目的国各类动态对

留学生至关重要，倡导留学生养成浏览相关官方网站或

公众号得习惯。

结束语

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境外留学生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安全问题也将更加突出。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留学生安全意识的研究和

教育，不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提高留学生的安全保障

水平。同时，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

挑战，为境外留学生提供更加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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